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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诗词中国》 是王蒙解读、鉴赏
古典诗词的大成之作，入选中宣部
2024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十四
五 ” 国 家 重 点 出 版 物 出 版 规 划 等 。
全书精妙解读 200 多首经典诗词，纵
贯 3000 余年中华诗歌史，为读者奉

献了一堂古典诗词大师课。该书在
解读诗词中注入了丰富的阅历、广
博的学识、细腻的体察、宽阔的想
象、饱满的激情，包含着宏阔的历
史观、人生观、文化观。

陈晋（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
院务委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
会长）：《诗词中国》 不仅内容超出
传统诗话，阅读价值也突破了传统
文化人的审美气象，在新时代从诗
词的角度提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中华美学精神的新解，是一
部契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目标，并由此
彰 显 中 华 美 学 精 神 的 代 表 性 著 作 。

该书凝聚了王蒙积累的深厚文化素
养、沉淀的诗性参悟能力、潇洒的
审美气象，表达了其美学理想，张
扬了其文学精神，抒发了对诗词中
国的情感寄托。

章朝阳（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
长）：《诗词中国》 体现出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热爱，帮助读
者更好地了解数千年中华诗词的赓
续发展和辉煌成就，是广大读者提
升诗词素养、开拓文学视野的精品
读 物 。 该 书 体 现 了 很 高 的 学 术 价
值，积淀深厚，学问扎实；具有极
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以现代文的极
致文学之笔，致敬和呼应了经典诗

词的文学之笔；凝聚了中华文脉的
精神价值，大气磅礴。

周文彰（中华诗词学会会长）：《诗
词中国》从整体上看用的是文学视角、
文学思维和文学语言，但贯穿该书的文
学思维是形象思维、辩证思维和历史思
维的综合统一。形象思维使该书语言生
动，不拘一格，很多思想观点以画面形式
呈现，引人入胜，读来兴味盎然。作者
90 多岁高龄，却对时代新词、网络词汇
运用自如，使字里行间富有时代气息。

《诗词中国》
王蒙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探索古典诗词现代意义

棉花，是大自然赠予人类最质朴
的礼物，它的温暖与美丽，让人们感
受到生活的柔软与和谐。它是人间最
清纯、最温暖的花，品格一如它的颜
色那样洁白无瑕，清纯可人。它朴实
无华，安静地在田间开放，但它造福
人类，贡献巨大。

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
物资，具有独特经济地位。我国不仅是
主要的棉花生产国，也是最重要的棉花
消费国和纺织品服装出口国。过去，传

统产棉区分布在新疆、江淮地区和黄河
中下游地区。2013 年以后，新疆棉花
种植面积大幅提升，成为世界棉花产业
的一匹黑马。如今，新疆棉花种植面积
占全国的85%，产量占全国的91%，呈
一枝独秀局面。

新疆不仅有着适宜棉花生长的独特
气候条件，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模
式，全程机械化作业的现代化农机装
备，协同高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还
有蓬勃发展的纺织服装产业，这些都是
新疆棉花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近年
来，随着国内外棉花市场的需求变化和
棉花生产的大幅波动，棉花产业发展及
安全战略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新疆棉花更是备受瞩目。

因此，向大众介绍新疆棉花所处的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高抗优质的优良
品种、高产精准的栽培技术、高效智能

的机械作业，为何新疆棉花代表着中国
植棉的世界水平，从而让世界人民看到
真实、立体、全面的新疆棉花，推动中
国由棉业大国向棉业强国发展，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
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由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然，石
河子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等单
位的专家学者们，纵观新疆棉花生产发
展实践，凝练总结多年来开展棉花栽培
的经验、科技赋能棉花生长的智慧，撰
写了这部《世界棉花看新疆——新疆棉
花是如何生产的？》。我们仿佛看到，新
疆每一缕阳光、每一滴雨露都化作了棉
花中最纯净的白，遥感卫星的“千里
眼”、大数据的“智慧脑”、云计算的

“调控手”在棉田的经纬间铺下了“智
慧”之网，劳动人民以勤劳和智慧支撑

起新疆棉花生产的繁荣景象。
以棉花为笔，饱蘸科技与文化之

墨，本书不仅记叙了新疆棉花的故
事，更书写了新疆棉花如何超越物质
本身助力文化交往、科技交流的新篇
章。它将激励更多人走进新疆，为新
时代背景下的新疆发展积蓄力量！它
将让世界人民得以俯瞰大美新疆棉花
的花开如雪、大地织锦，认识立体丰
盈、真实可爱的新疆！

世界棉花看中国，中国棉花看新
疆。在新疆这片希望的田野上，让我们
携手耕耘，共同见证新疆棉花更加美好
的未来！

《世界棉花看新疆——新疆棉花是
如何生产的？》

张泽 黄长平 主编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10月出版

以棉花为笔，饱蘸科技与文化之墨
□张献龙

很多人因为我讲苏东坡开始认识
我，而我们认识苏东坡，大多从语文课
本里的“背诵全文”开始。

在学生时代，苏东坡给我们留下的
印象，似乎就是这几个关键词：豪放
派、豁达、乐天。他好像无形中成了治
愈我们生活的一颗解药，以至于世间流
传一句话——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
读苏东坡。

解读苏东坡，其实是一件很有挑
战性的事。他太有名，太有魅力，古
往今来，解读他的人也太多，其中不
乏许多大家。珠玉在前，要写出新
意，实在很难。

首先，要浸润在他的时代里。需要
一点一点观察、理解、适应那个时代，
要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政治面貌，看到在
他之前出现的那些耀眼的星星，看到那
个时代的人间烟火，是如何承托起他的
生活的。

然后，要进入他的家族，看见他的
祖上如何来到眉山这片土地，他的家风
又是怎么代代传承下来的，他生长在什
么样的原生家庭里，他的到来给这个家
庭带来了什么希望……

你看着一个恃才傲物的年轻人是怎
么一点点在职场上成长起来的，又是如
何跌入命运的低谷，直至绝境的。当你
和他一同掉进那个生命的深渊，暗无天
日中不知希望在何处的时候，你才明
白，“豁达”二字，真的没有这么好写。

他真的没有这么完美。但，他很
真实。

正是因为他怕死，所以即便走到绝
路，他也要找个活法，让自己苟延残
喘，直到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

正是因为他不是事业狂，有太多的
兴趣爱好，所以你看到他的生命仿佛是
开在花丛里的，到处都有风景，到处都
是色彩；

正是因为他喜爱学问却又不想被学
问束缚，所以他从来都不是严谨的治学
者，而活成了一个集大成者……

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解读他，就
更难。

我希望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苏东坡，
于是把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他的书
全都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全身
心沉浸在“苏东坡”这三个字里……

然而，即便如此，我发现，我依然
无法全然了解苏东坡。

我们只能做到无限接近，却永远都
无法真实抵达。

于是，在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
做了一个决定：放弃客观视角——事
实上，我们也无法秉持全然客观的视
角——这不是一本《苏东坡传》，更不
是一本研究苏东坡的学术论著，这仅仅

是我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在生活中庸
庸碌碌、磕磕绊绊的人，一个也曾遇到
过迷茫和低谷的人，带着对命运无限的
疑问和追寻，穿越千年和他的对话。

此刻的他，是一位历尽沧桑的朋
友，是一个真实坦荡的灵魂。他虽已无
言，但他的作品、他的语言、他的经
历，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他对生命的
解答。

而我也终于明白，真实的苏东坡是
什么样的，不一定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立了一个参考系，让我
们得以照见自己。

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人生路口遇见关
卡的时候，仿佛能听见一个遥远的笑声
从千年前传来，告诉我们：人，可以这
样活。

（本文有删减）
《人生得遇苏东坡》
意公子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苏东坡，究竟带给我什么
□意公子

不管怎么说，我的书店已走过二十
八年。今年，在我们的先锋乡村书店十
周年之际，我写下并出版了这本小书。

我把书店开到乡村去，有人说我是
理想主义的“疯子”。在中国的偏远乡
村做书店，这不算是开天辟地的事情，
但也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更是很多
人难以做成的事情。

后来在一些乡村书店，每到周末，
书店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他们三五成
群地来书店看书，或者做作业，这也让

他们的父母能够放下心来在田间地头劳
动。我的初衷便是如此：希望书店带给
孩子们一个很好的去处。如果有一天，
他们走出乡村，甚至去到异国他乡，回
想起自己的家乡曾经有一家朴素的书
店，每天放学后都去这家书店，并且因
为某一本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那么书
店将是多么温暖人心的存在。

这就是一家书店带给他们的意
义，也是我们参与乡村社会实践的价
值。在我看来，乡村最需要的就是像
书店一样的公共空间，重建一种新的
公共秩序。

我们到乡村开书店，选书定位跟书
店初创时期是一致的，主要以文史哲和
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为主，而这类书籍
是比较小众的。这一份坚持就是先锋的
个性。好书总在先锋书店，风格至今未
变，所以很多老读者还主动去到乡村书

店买书。做书店不能过多迎合市场，而
是要具备更宽广的视野，建立以人文关
怀为书店伦理的价值取向，这才是我们
书店的责任。

我把书店开到乡村去，才发现有那
么多人喜欢我们书店的选书。乡村书店
有城市书店没有的书、稀缺版本的二手
书、关于乡村的书，以及地方史料方面
的书籍。很多书，只有去到当地的乡村
书店才能找到。有些客人买的书甚至比
在城市里更多，这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
到的。有些读者看到了我们在乡村做书
店的艰辛，也会自发多买几本书支持我
们。很多爱书人因为喜欢上了我们的乡
村书店，也通过不同渠道邀请我们去他
们的家乡开办书店，这些故事三天两夜
也说不完。

我感谢无数读者朋友对我们乡村书
店的支持与厚爱，也感谢我们的同事坚

持不懈的付出和努力。
乡村书店的出现是一个独特而奇异

的现象，可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风潮。
我们搭上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列车，中国
乡村正是变革的热土，乡村振兴如火如
荼地兴起。因为我们开了乡村书店，乡
村成了一处处“文青”慕名的胜地，于
是愿意参与的年轻人更多了，这是另外
一种收获。

我们活着要有爱。因为爱，我们才
来乡村做书店。乡村有着广阔的天地，
它是造梦者的家园。关注乡土，就是关
注中国。

我是从土地上走出来的人，我要无
愧于土地对我的深情。

《我在乡村做书店》
钱小华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如果乡村有一家好书店
□钱小华

■众评

■书事

作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

周刊微信公众号，“好书品读”重点

打造月度书榜、月度童书榜、月度绘

本榜、月度科普榜，为读者推荐近期

精品新书。各榜单与“优秀畅销书排

行榜”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希望能

为读者带来全方位、各具特色的图书

推荐，敬请关注。

好书品读月度书榜（1月）

诗词中国

王蒙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陈星灿 柳士发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中华文明：何以五千年不断裂

刘庆柱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简”读中国：敦煌汉简里的丝绸

之路

马丽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天著春秋

王树增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

祝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

讲录

陈引驰

中华书局

过年书

冯骥才

作家出版社

穿裙子的士，最动人的诗：叶嘉莹

百岁人生

李云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余生

〔马来西亚〕黎紫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好书品读月度童书榜（1月）

中国儿童地理百科全书

《中国儿童地理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重返白垩纪

李东华

春风文艺出版社

街市上的芭蕾

秦文君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珠峰少年团

曾有情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书苗

王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我是未来科学家

袁岚峰 主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影响中国的古代科学巨匠

葛冰

作家出版社

少年游·敦煌

敦煌研究院 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满故事的树

顾鹰

晨光出版社

孩子，你终将长大：熊猫康吉的远

行（美绘珍藏版）

蒋林 著 胖蛇 从心 绘

四川教育出版社


